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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表明接受再生會議報告，對教員執照更新及

教育委員會改革等，向國會提出教育 3 項法規修

訂案(朝日新聞 2007 年 1 月 25 日刊登) 

    政府的教育再生會議(野依良治主席)在 24 日召開總

會，向安倍首相提出重新檢討寬裕教育等等的第一次報告。

首相為了實施教員執照更新制度及教育委員會改革，表示在

25 日的國會提出教員執照法，地方教育行政法、學校教育法

等 3項修訂法案的想法，同時把教育改革定位為最重要的課

題作為回復支持率之王牌。執政黨這邊也肯接受首相的意

願，對 3法案的通過表明要全力以赴。首相被記者團問到法

案通過的展望，說到「無論如何將制定法案，再與執政黨討

論，然後在國會加以充分檢討以通過為指標。 

   在內閣支持率不斷下跌當中，首相費盡心思推動的教育

再生會議報告無法實現的話，將造成政權營運的致命傷。因

此執政黨以「領會到首相艱鉅的教育改造意志」(執政黨國

家對策幹部)，對首相突然的表明方針雖然有點不知所措，

但也準備以通過為目標。 

   但是，法案作成須費時日，以及 4月有統一地方選舉，7



月有參議院議員選舉的關係，想延長會期有困難，伊吹文部

科學大臣對 3法案全在會期內通過之事認為「不可能」。 

   首相在總會上強調「雖然教育再生是在我內閣最重要的

課題，對日本的將來也是最重要的課題」。 

   另外「指示伊吹文科大臣把 3項法案在本期國會提出，

並也對執政黨轉達。對教育再生顯示強烈的意志」。總會之

後，首相以電話向自民黨中川秀直幹事長及公明黨北側一雄

幹事長要求協助。 

   對於教員執照修訂法案，文科省依據去年 7月中央教育

審議會的建議表示已進行制定修改法案，應該能夠提早對應

才是。有問題的就是剩下的 2項修訂法案。關於地方教育行

政法的修正案，在 2005 年秋的中央教育審議會建議沒有提

到，第一次的報告內「對教育委員會新設立外部評價制度的

第三者機關」。能夠作到何種程度列入修訂法案被視為焦

點。對於學校教育法修訂法案新設的副校長及主任，認為是

製造教員之間的差距，必定會招致教員公會的反彈。因此決

定重新檢討寬裕教育，修訂學習指導要領來因應。 

   除了上述之外第一次報告，還要求在今後 5年內採用社

會人士以及研究者人數最低為教師人數之 2成，並要求設置



對學校評鑑的「教育水準保障機關」。 

教育再生會議第一次報告之重點 

·修訂學習指導要領→對寬裕教育的重新檢討，增加 10%授課

時數 

·修訂學校教育法→新設副校長、主任之職稱 

·活用對於霸凌小孩停止出席制度 

·高中生之義工活動納入必修課程，普及大學 9月入學制 

·修訂教員執照法→除積極採用社會人士為教員外，並推行

教員執照更新制度 

·設置評鑑學校·監察的教育水準保障機關(暫時稱呼) 

·修訂地方教育行政法→設置評鑑教育委員會之由外面第三

者評鑑機關 

  


